
1929年 4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举
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当时，张静江主政浙
江，他为 1929年在杭州举行盛大的西湖博览
会，同时在杭州举办第四届全运会积极活动，多
方游说。1929年9月，经中华民国政府中央193
次政治会议决议，中华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在杭州举办，以期与博览会共办而相互增辉。

从清宣统二年（1910）由美国传教士爱克斯
纳（D.T.Max Esner）发起“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
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开始，已开过三届全
运会，但所有组织、裁判等工作，均由外国人担
任。

1929年 9月，“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处”在杭
州马坡巷“省自治专校”门口挂牌。体育界著名
人士舒鸿与市党政军警各界要员参加筹备工
作。运动场址选定梅登高桥东边原清军大营盘
基地，东西长 380米，南北宽 243米，面积约 150
亩。建成田径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各 1
个，各场间以竹篱相隔，均建有木质看台，可同
时容观众万余人。会场时称国立杭州运动场。

1930年 4月 1日，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梅
登高桥体育场隆重举行，与会者有 14省 7个特
别市及各地华侨代表队共 22个单位，运动员
1640人，规模远超前三届。这是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全运会，国民政府特别重
视，力图通过全运会来体现其新兴政府建国强

国精神。开幕式当天盛况空前，上空飞机翱翔，
地面军乐阵阵，小学生集队，齐唱欢迎歌，并表
演 5000人大型欢迎操。蒋介石、邵元冲、吴稚
晖、褚民谊，外长王正廷，财长宋子文等登主席
台就座。开幕式于上午九时半举行，蒋介石作
即席讲话，戴季陶致开幕辞，张静江致欢迎辞，
朱家骅报告筹备经过。后华侨代表袁敦礼答
辞，运动员宣誓。

下午 1 时，运动会各项比赛项目有序展
开。比赛项目男子组有：田径、游泳、全能、篮
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 8个项目。女子组
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网球 4个项目。
田径和全能分设锦标，表演项目：男子有自行车
及国术；女子有舞蹈。运动会工作人员均由国
人担任。比赛结果男子总锦标为香港、上海、广
东并列夺得，女子总锦标被广东队夺得。这届
全运会最耀眼之处，诞生了一位田径明星——
刘长春。他一举拿下 100、200、400 米三个冠
军，并获得个人总分锦标而轰动全国，“东北短
跑怪杰”由此名噪一时。

这届全运会专门设立了女子组，并正式设
立女子竞赛项目。全国女子参加较为踊跃，总
共有 421名女运动员。在本次全运会上，东北
女将孙桂云一鸣惊人，以 7.4秒获女子 50米短
跑第一名，以 13.8秒获 100米短跑第一名。她
参加的 100米、200米接力赛跑也都获得第一
名，最后获田径个人总分第一名。孙桂云“每到
一处，赛场内外索取签名者蜂拥而至”。女子竞
赛项目的设立，在中国女子体育发展史上写下

一笔重彩。
4月 1日至 10日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运

会，一扫前三届全运会上那种洋人到处颐指气
使，国人深感屈辱的情况，裁判等工作全由国人
承担，开展得井然有序。运动会开得热烈、圆
满、周到，获得前后来观赛的 13万余人的普遍
赞扬。天津《大公报》予以高度评价：“此次开会
十一日，参加者十四省区、七市，选手达一千六
百余人，可谓极从来未有之盛，预料今后提倡体
育之风气，益有进展，诚国家前途大可乐观之一
现象也。”

可惜的是，浙江省与杭州市先在 3月份举
办首届省运会，为本省选练“全四运”精兵，以期
在全运会中占地利并抢得名次。岂知虽出“雄
兵”125人，参加了男女田径、篮、排、足、网球及
游泳等多项比赛，却“全军覆没”。

国民政府第一次组织这种大规模的体育赛
事经验不足，组织工作仓促，在比赛中难免出现
一些问题，尤以裁判水平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
明显。女子200米接力跑不能判出第一、二名，
最后只好各赠锦旗1面，含糊了事，判哈尔滨与
广东并列田径冠军。而“男子万米赛时，因记圈
错误”，发令员技术不高，使得男子田径锦标难
以判断属谁。

1930年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作为
国民政府的首举，为日后各届全运会的举办积
累了经验，起到了引领中国竞技体育赛事发展
的作用。

⦾⦾两浙人物 □胡联章

广受赞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北
宋名臣胡则，出身寒素、不忘初衷、逮事三
朝、十握州符、六持使节、两扶相印、历践要
途、一心为民、敢于担当、百姓敬仰，被尊为

“胡公大帝”。范仲淹为胡公作墓志铭：“百
年之为兮千载后。”胡则受到了历代皇帝的
十多次封赏，“天下有胡公庙三千”。

尽管各种资料、场合提到胡则是金华
永康人，但素来“名人之好，历代存焉”，关
于胡则出生地、姻亲等，各地也有多种版
本。在仙居与嵊州等地，有胡公是他们那
里的夫婿之说；在缙云等地，有胡公是他们
那里人的民间说法。

从 2016年开始，永康市胡公文化研究
会、胡公书院会同有关方面开展了“寻访胡
公路，致力新时代”探源行动，几年来，已走
访了 20多个县（市、区）和多个文史单位，
其中关于胡则出生地等的考证略记如下。

从胡则的诗文考证：
宋端拱元年（988）仲秋，胡则赋《别方

岩》诗，开篇曰：“端拱元年春，仆与湖湘陈
生束书方岩僧舍。既命驾求岳牧荐，应天
子举，将与僧别。率为五言十二韵，书于屋
壁下……仲秋月朔胡某书。”（注：“方岩”，
胡则中举前在家乡求学的地方）

宋端拱二年（989）三月，胡则进士及第
且得太宗赐名，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
天子堂”的人生大跨越，他兴奋地写下了
《及第》诗：“金榜名传四海知，太平时合称
男儿。五言似剑裁麟角，七字如刀斫桂
枝。御苑得题朝帝日，家乡佩印拜亲时。
小花桥畔人人庆，一带清风雨露随。”（注：

“小花桥”一带，为宋时永康县城最繁华的
地方）

从历代皇帝对胡则的封敕诏书考证：
宋明道二年（1033）七月十七日，宋仁

宗《敕胡则嘉议大夫兵部侍郎诰》：“……右
敕嘉议大夫兵部侍郎两浙婺州胡则 钦
此。”

南宋淳祐六年（1246）六月十三日，宋
理宗《敕封胡则灵显侯诰》：“婺为近甸，实

侯故乡。遗爱在民，无祷不应。既封于国，
有请必行。”

元大德四年（1300）二月二十二日，元
成宗《敕婺州永康县赫灵庙佑顺嘉应福泽
灵显侯》。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二月二十六
日，明太祖《加封胡公显应正惠忠佑福德齐
天帝诰》：“御赞：七任县令，从官摄政，正直
忠良。敕封保定，天下臣胡，统之一姓。录
朝御葬，方岩得圣。”

从范仲淹为胡则所作的《墓志铭》考
证：

宋宝元二年（1039）六月十八日，胡则
逝世。其长子胡楷（进士、杭州通判、都官
员外郎）持浙东签书寺丞俞君信札，泣请友
人范仲淹为父作铭。钦定四库全书《范文
正集》内载《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有
曰：“公讳则，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

从正史考证：
《宋史·列传第五十八·胡则传》载：“胡

则，字子正，婺州永康人。”
上述考证表明，胡则是金华永康人。

那么，胡则又是永康哪里人呢？胡则
是现在的永康市古山镇胡库村人（胡库古
曾名庄库、库川）。但也有其他不同的说
法。

寻访团队发现，关于胡则出生地的不
同版本与说法，一般以本地的谱牒、传说为
凭者居多。

令人欣喜的是，在永康市胡则史迹馆，
有一件镇馆之宝、珍贵文物：杭州老龙井胡
公墓古墓碑。

此碑由清代前江苏按察使应宝时
（1821～1890、永康芝英人，其远祖是胡则
之母家），于清光绪三年（1877）三月重修，
墓碑上铭刻：“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三月殳
旦 宋之杭州府加兵部侍郎永康库川胡公
之墓 前江苏按察使同邑应 重修”。（注：

《库川胡氏宗谱》载：“承师，字元祖，号达
人。配应氏。男四人，长则……”）

为此，寻访团队数次走访杭州老龙井、
浙江省图书馆等地，深入探源胡公墓的历
史脉络：

宋宝元二年（1039）六月十八日，胡则
逝于杭州私邸，“天子震悼”，范仲淹作《墓
志铭》。

宋康定元年（1040），“敕旨葬于（杭州）
龙井，赐墓田五十一亩。”

南宋绍定元年（1228），婺州云溪吕皓
（永康人）访公墓，荒蕙中得“断碑”，参政葛
洪等“籍田致奠”。

南宋淳祐四年（1244），两浙大旱，时任
两浙转运使判官章大醇“复以心祷于（胡）
公”“不一刻，大雨霪潦”。章大醇厘正散
失，重修胡公墓、胡公祠，“皆复其旧”“如公
复生”。

元大德八年（1304），由集贤直学士赵
孟頫等四十四人汇祭赋诗。

元至正二年（1342），由集贤直学士黄
溍等四十一人汇祭赋诗。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后，因岁月
沧桑，胡公庙已废，胡公墓“亦在若有若无
之间”。

清雍正年间（1723～1735），敕修墓地。
清嘉庆三年（1798），僧人顶明上人在

广福院旧址，创为指云寺。
清光绪二年（1876），乡贤应宝时偕张

徐鼎、丁丙等前往老龙井，发现胡公墓已湮

没。他们“越岭涉涧，牵萝扪葛，仰俯高深，
规察左右，印证群籍，旁知故老”，于该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始得见墓”。询商胡公之
裔，在老龙井重修胡公墓、重立胡公碑，于
光绪三年三月修成。

5年后，应宝时与胡凤丹（永康溪岸人、
潜心于典籍）等众贤又在胡公墓附近建了
胡公庙（得到永康方岩寺僧与远近乡民力
助），以庙守墓。

在应宝时重修胡公墓 17年后，即清光
绪二十年（1894）孟冬，胡凤丹的儿子胡宗
楙编辑了《胡正惠公年谱》，内云：胡则“生
于永康之胡庄”。

应该说，应宝时重修的胡公墓和胡宗
楙编著的《胡正惠公年谱》都具有权威性，
但胡则出生地“库川（胡库）”与“胡庄”的表
述既相似又不尽相同，容易引起人们有不
同的理解。

不知应宝时对胡宗楙的此说有何看法
（胡宗楙出品《胡正惠公年谱》时，应宝时已
逝世4年）。

经过察访比对，按照对同一事项的考
证：正史高于方志、谱牒与他史；久远文物
优于次远文物；硬核文物先于次核文物的
原则，不难推论：关于“胡则出生地”，范仲
淹所撰的胡公《墓志铭》和应宝时所重立的
胡公墓碑碑文更为准确可凭。应宝时是清
代名臣（内阁大学士、正一品），《上海县志》
是他主持编纂的。他牵头重修老龙井胡公
墓、胡公庙，当时有那么多的贤达共同考
证；又有方岩寺僧、胡公后裔等众人一起参
与、支持，其基因传承度、社会公认度和历
史权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

又从《龙井显应胡公墓录》（丁午辑、丁
丙于清光绪十六年春刊）悉知，胡公墓修成
当年（1877）的重阳前一日，应宝时约张徐
鼎、丁丙、胡凤丹赴老龙井祭胡公墓，胡凤
丹作了笔记，内曰：“公墓在武林，公孙居宝
婺（公之子孙世居永康库川）。”

在胡凤丹、胡宗楙父子笔下的“库川
（胡库）”与“胡庄”是否为同一地呢？

查阅《胡正惠公遗集》（由则公裔孙库
川胡氏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辑梓、民国
五年（1916）重印）得见：民国五年，浙江督
军、省长吕公望倡促库川族会维墓，同时

“会公族孙（库川胡氏）纂公遗稿，并录龙井
祠墓始末汇为一书”，吕公望作序。

又阅《库川胡氏宗谱》与《永康市志》，
其中关于胡则的记载与范仲淹所作的墓
志、应宝时所立的墓碑之载完全一致，“公
永康人也，字子正，其故里在永康胡库
……”（注：胡氏宗谱由胡则之孙、胡桂之子
胡穆（进士），于宋熙宁二年（1069）启修，至
2000年已续谱18次，甚为全面而连贯。）

事实上，中央纪委、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等官方与主流媒体关于胡则出生地的
介绍，与范仲淹所作的墓志铭、应宝时所立
的墓碑记载完全一致，例如：

中纪委网站 2016年 3月 15日专题片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北宋名臣胡则》
表述：“宋乾德元年（963），胡则出生于永康
一个叫胡库的小村庄。”

中央电视台2019年11月29日播出《中
国影像方志·浙江卷永康篇》，其中《人物
记·胡则》有解说词：“如今，永康市在胡则
的出生地胡库村，建成了永康市胡则史迹
馆。”

胡则到底是哪里人？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老照老照片片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1950年10月1日，杭州市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人
士10万人在西湖边的湖滨一公园集会，场面非常热闹。

照片拍摄者：徐永辉

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清朝有一个人叫汪辉祖，写了一本书，叫《九
史同姓名略》，里面记载了大量同名同姓的古代
人，读来十分有趣。

如两个卫青。一个是西汉的名将军，他的姐
姐卫子夫是汉武帝的皇后。对于汉代的这个卫
青，大家都比较熟悉。而另一个卫青则是明代
人，巧合的是亦为武将，他字明德，松江华亭人，
曾官都指挥佥事、山东都指挥使等。又如两个李
绅。一个是千古名诗《悯农》的作者、曾为宰相的
唐人李绅。另一个也是唐代人，且与前一个李绅
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就是唐顺宗之子袁王李绅，
写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李绅去世于
846年，袁王李绅则去世于 860年。还有两个蔡

京，一个是唐代的蔡京，曾任岭南西道节度使，
《全唐诗》收有其诗，另一个就是在小说《水浒传》
中被称为“蔡太师”的北宋奸臣蔡京。

大家都知道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其实同一时
期还有一个徐光启，即守备徐光启。按《明史》
载，万历二十三年冬，守备徐光启参与了抵御蒙
古人犯边的军事行动，此时的科学家徐光启正在
南方韶州教书。唐代大诗人、“诗圣”杜甫也有同
姓同名者，此人也是明代人，可惜是个宦官。

而更有趣的是，北宋徽宗皇帝还曾遇到两个
考中第一的同姓同名人。据孙觌所撰写的《宋故
翰林学士莫公墓志铭》可知，北宋时期某一年科
举考试，莫俦名次第一获状元，翌日恰遇到特奏
名第一之人也叫莫俦。于是创立了“瘦金体”的
赵佶就将特奏名第一的莫俦更名为莫寿。

□吴永祥

古人同姓同名趣闻

章太炎先生晚年寓居上海，时间一久，便有
些烦闷，于是决定去苏州散散心。苏州的一切让
他感觉很新鲜，陪他的朋友见他有些流连忘返，
就劝他移居苏州，他爽快地同意了。

当地房贩子打听到章太炎要移居苏州的消
息，当即找到他，并花言巧语介绍他买一所房
子。那所房子是个独院，院子前面是一座小楼
房，院子里还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进院
子一看，十分满意地说：“哟，还有树，不错不错。”
又看到那座小楼，更高兴了：“竟还搭配了一座楼
房，很好很好。”便不看院子的后面了，直接和房
贩子谈起价钱。

经察言观色，房贩子认定章太炎一定是个好

糊弄的主，一开口便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这个
价格已经高出市价近一倍，太有还价的余地了。
可章太炎不仅不还价，竟还主动加价两千元，最
后以一万七千元成交。

待苏州朋友闻讯赶来时，章太炎已签定了房
屋买卖协议，也就是说，交易已经完成。

苏州朋友一打听才知道，院子旁边就是一家
纺织厂，每天清早机器的轰鸣声喧耳扰心，房子
根本不能住人。以前，这所房子无论是卖还是出
租，长期无人问津，这次却让章太炎当了冤大
头。事已至此，花大价钱买来的房子，不仅只好
空着，还得花钱雇人看守。

后来，在苏州朋友的帮助下，章太炎又只好
重新在锦帆路另行购置了一套房子，这才举家迁
到了苏州。

□张达明

章太炎买房主动加价

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年轻时曾有戎马生涯，
做过中校参谋。有感于当时军官之不学无术，钱
基博翻译了日本参谋部颁布的“参谋须知”，并融
会中国兵家理论，1912年冬写成《参谋论》，发表
于上海的《民立报》。

抗战中钱基博曾与李默庵、王耀武、戴安澜
等国军高级将领交往频繁，分析战情，制订战术，
多所建言，又多次讲授“孙子兵法”。1938年起先
是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开设“孙子”课，自编讲义
《孙子章句训义》。1939年应国民政府军事当局
邀请，在陈诚主持的南岳干部训练班上讲授《孙

子兵法》，和他先后开讲的还有叶剑英的“游击战
术”。1945年 1月，钱基博为湘中前线战士讲授

“孙子兵法”，在此前国立师院“孙子”课程基础
上，他又汇入当时最新抗战情况，增订新战史例，
写成讲义《孙子今说》，1947年作为《孙子章句训
义》的附录，交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钱基博讲兵书，会通中国孙子和德国克劳塞
维茨，“知新以温古”。钱基博自谓：“余少喜论
兵，五经四子书毕，能烂诵孙武书十三篇，而贯串
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又读陈亮《酌古论》而善
之，每学所为，下笔罐罐不能以自休，于山川形势
险要，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有折
衷。”

□周维强
钱基博善讲兵书

⦾⦾史林偶拾

鲁迅先生住在北京时，晚上经常有客人来
访，鲁迅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亲自为客人倒茶，拿
花生和糖果给客人吃，当客人告辞的时候，他总
是要端起灯来，将客人送出门外。客人作别离
去，他并不立即回屋，而是一直端着灯站着，直到
客人走远看不到了，才关上门回屋。未名社成员
作家王冶秋曾在《怀想鲁迅先生》一文中这样写
道：“深夜，他端着灯送出门外，我们走了老远，还
看到地下的灯光，回头一看，灯光下他的影子好
看得很，像是个海洋中孤岛上的灯塔，倔强地耸
立着在这漆黑的天宇。”

鲁迅在北京砖塔胡同 6号的邻居俞芳回忆，
鲁迅每次出门的时候，总会在口袋里装一小叠

纸，回来后，又从口袋里掏出，扔到炉子里烧掉。
俞芳觉得很奇怪，就问鲁迅：“大先生，你带出去
的纸，为什么要带回来烧掉呢？”鲁迅没有正面回
答，反问道：“你们有常识课吗？老师给你们讲过
随地吐痰的害处吗？”俞芳说：“讲过，随地吐痰是
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鲁迅说：“对呀，把痰吐
在事先准备好的纸里，带回来烧掉，消灭细菌，这
样做好不好？”俞芳这才明白，原来鲁迅的这些纸
是用来吐痰的，为了不传播病菌，他又带回来烧
掉，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是对陌生人的一种尊
重。

很多时候，尊重是体现在生活细节中的。鲁
迅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级学者，但他在待
人接物的细节方面不忘尊重别人的行为，值得我
们为之仰望。

□唐宝民

细节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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